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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谈闲谈闲谈 一束一束

到南昌观看青春版赣剧《红楼梦》首
演，已经过去很多天了，但每每想起，心
情还是很激动，因为青春版赣剧《红楼
梦》的改编可谓别具一格，别开生面，在
《红楼梦》戏曲改编上走出了一条新的途
径，是非常值得庆贺的。

这台戏给人们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就是雅、美，悲喜交加，感人至深。整台戏
充满了诗情画意，无论是音乐、舞美、服
饰，还是演员表演等都是令人耳目一新，
赏心悦目。我不是戏曲研究专家，对舞台
艺术诸如戏曲音乐、舞美、服饰、表演等艺
术方面说不出多少话来，但我想着重谈谈
青春版赣剧《红楼梦》的剧本改编。

《红楼梦》戏曲影视改编太难了。青
春版赣剧《红楼梦》的改编，从一开始就
面临着内容取舍、改变思路的“突破”问
题。如照着以往的改编路子走：黛玉进府、
宝黛初会、宝钗扑蝶、黛玉葬花、晴雯撕
扇、黛玉焚稿、宝玉哭灵……这些大家耳
熟能详的情节，已深印人心，再以赣剧的
艺术演绎一遍，能给大家多少新的审美感
受呢？而如果不照着这些思路走，改编的
赣剧还会是《红楼梦》吗，大家能接受吗？

青春版赣剧《红楼梦》改编，不可避
免地还要面对越剧《红楼梦》的巨大影
响。“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太有名，这句话
对亿万中国人来说是太熟悉了，几十年
来它几乎成了专用名词。当年越剧艺术
大师徐玉兰一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真情的呼唤，感染全场，感动全场。而随
着电影越剧《红楼梦》在全国放映，“天上
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轻云刚出岫”，一
夜之间唱响大江南北。尽管这是一句非
常有名的台词，感天动地，我们赣剧是否
借用这句唱词？如果用了，就贴上了越剧
《红楼梦》的标签；而如果不用，还能不能
创造出经典的台词、抓住观众的心、与观
众产生心灵的共鸣？王文娟大师的黛玉
葬花、焚稿断痴情出神入化般地表演，徐
玉兰大师追魂摄魄地哭灵，一句“我来迟
了”，不知让多少人泪如泉涌。这些经典
的表演对喜欢《红楼梦》的广大观众影响
太大了，人们再看我们的改编之作，很可
能自觉不自觉地会用以往的审美感受来
衡量。这就为我们的改编《红楼梦》制造
了难题，也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
们的改编必须要出新，要不一般，要别具
一格。

从改编一开始，导演张曼君、编剧罗
周，就十分明确要创作出一台与以往不
同的《红楼梦》。她们坚持以《红楼梦》中
的诗社活动为主要线索，开始很多人是
心里没有底的，至少我的心里是没底，不
知道这样改编能不能走得通。罗周的剧
本改编在人们的期待中，一稿又一稿，真
是几易其稿，但看过第三稿，我说可以
了，张曼君也说现在可以放心了。

从编剧和导演的艺术构思来说，青
春版赣剧《红楼梦》无疑是别具一格的，
与以往的《红楼梦》戏曲改编都不一样，

罗周巧妙地选择了“诗社”贯穿全剧始
终，其实就是以“诗”贯穿全剧始终，又巧
妙地结合了元春“因素”对宝黛爱情的影
响，突出了宝黛爱情以及与家族衰落的
关系。而且整出戏曲词清新优美，典雅流
畅，抒情性和叙事性得到很好地融合。就
《红楼梦》戏曲改编而言，青春版赣剧《红
楼梦》从内容到形式，已突破了以往的

“改编”思路，独具特色，别具一格，这是
非常值得肯定的。

从叙述结构上看，这出戏是分为上
下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从元春省亲开始，
包括结社、兴社两折戏；第二部分从宝玉
挨打开始，包括衰社、散社两折戏。整出
戏可以说是从热热闹闹开始，到冷冷清
清结束。元妃省亲是“热热闹闹”的，最后
贾宝玉出家，“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
净”，是冷冷清清。这种冷、热对比强烈的
艺术构思是很有意蕴的，一热一冷，遥相
呼应，意味深长。

开场戏“楔子·省亲”的情节设计，是
一个非常令人赞叹的奇思妙想。《红楼
梦》中为什么要写“元春省亲”，赣剧改编
的“楔子”，为什么选择了“元春省亲”开
头，罗周是很有想法的，就像下围棋一
样，第一个落下的棋子，正是一个大布局
的开始。

元妃省亲，在《红楼梦》中是一个很
重要的情节，正因为是有了元妃省亲，才
有了大观园。正因为有了大观园，才有了
那么多精彩的故事。无论是热热闹闹的
元妃省亲，还是豪华过费的大观园建筑，
《红楼梦》中的描写都深有寓意。青春版
赣剧《红楼梦》巧妙地以元妃省亲开始，
使后来发生的诗社活动及其故事，都笼
罩在一个贵族大家庭衰败这样的背景之
下，都笼罩在元妃这位皇帝贵妃的阴影
之下，使得年轻人的故事、宝黛爱情及其
悲剧，超出了纯粹个人的情感的色彩，更
具有深刻的时代和社会的因素。青春版
赣剧《红楼梦》，一开场立意就很高，寓意
就很深。

《红楼梦》中第一次结社，见于第三
十七回，回目是《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蘅芜

苑夜拟菊花题》。这次提出结社的是贾探
春。在古代社会中，诗社雅会，主要是男人
的事，表现出男人的闲情逸致。现在探春要
结社作诗了，既是表现大观园里女孩子们
的闲情逸致，同时又是通过诗社活动表现
大观园里的女孩子们的才华和高雅的情
趣，或者说是一种雅致生活，表现女孩子们
的个性自由和青春魅力的释放，这就与男
人的结社不一样了。

非常有趣的是，按照规矩，不管男子还
是女子，只要结社就要起个雅号，这是规
矩。这些雅号既有趣又有深意，这是《红楼
梦》中写诗社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不是随意
起个别名的。这些雅号、别名，都是很有意
蕴的。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宝玉与黛玉的“雅
号”别名。

关于黛玉的雅号，探春说：“当日娥皇
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
竹。如今她住的是潇湘馆，她又爱哭，将来
她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
以后都叫他‘潇湘妃子’就完了。”大家听

说，都拍手叫妙，林黛玉低了头不言语。
罗周在改编中，把贾探春的一段话，凝

聚成这样几句唱词：“她住的是潇湘馆，忆
娥皇女英洒泪竹斑。她呜呜咽咽，搵不尽涕
零沦涟。合着‘潇湘妃子’衬娇颜。众：潇湘
妃子？妙妙妙，难得她有那许多眼泪！”

这一段描写真是妙不可言，给林黛玉
起了“潇湘妃子”的别名。从表面上看，诚如
探春所说，但其中则深有寓意。娥皇、女英
是尧的两个女儿，同嫁给舜为妻，后舜到南
方巡视，死在苍梧。娥皇、女英去寻找丈夫，
知道舜已经死了，就抱竹痛哭，泪染青竹，
泪尽而逝。黛玉是一个未出嫁的姑娘，探春
却给她起了个“潇湘妃子”的名字，黛玉并
没有不高兴，反倒是低头不语。这里，作者
正是通过这样一个名字，寓意黛玉与宝玉
的关系，寓意黛玉与宝玉的感情，寓意黛玉
最后为宝玉泪尽而逝的悲惨命运。黛玉原
本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还泪”而来的，
她最后也是泪尽而逝的。

说到《红楼梦》中的诗社活动，原本与
林黛玉的《葬花吟》没有关系，但一出以诗贯
穿始终的《红楼梦》改编，如果没有《葬花吟》
自然是不可想象的，而罗周巧妙地从咏白海
棠诗的评诗，引到《葬花吟》，这时舞台上出
现一个孤独、悲伤、愤懑、不屈的少女林黛玉
的形象，也自然就把人们的关注、情绪从诗
社里拉出来，而走进了林黛玉的世界。

从文本结构看，全戏以诗为串联，以宝
黛爱情为主线，把元春省亲、宝玉挨打、黛
玉葬花、宝玉出家等等串联起来，融为一
体，在艺术上诗情画意，在内涵上寓意深
刻。整部戏不仅表现了宝黛爱情及其悲剧，
更是以诗社的活动，包括结社、兴社、衰社、
散社为叙事结构，生动而深刻地展现了大
观园里女儿们的青春礼赞和青春的挽歌。

赣剧是我国一个很著名的剧种，有着
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艺术特色，曾创作出
许多优秀的剧目。这一次青春版赣剧《红楼
梦》改编成功、首演成功，是一个了不起的
艺术成就。艺术实践证明，任何一种艺术改
编《红楼梦》都是大事，因此这一次青春版
赣剧《红楼梦》的改编和首演成功，毫无疑
问对推动赣剧的进一步发展，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艺术，都具
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系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青春版
赣剧《红楼梦》顾问）

别具一格 别开生面
张庆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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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知道新疆人热情好

客，但是还有很多人对各民族热情
接待的各种细节趣事不太了解。

虽然久居在新疆的各个民族长
期混居，身上或多或少有着不同民
族的性格特点，在接待来自五湖四
海的朋友们细节上也有所不同，但
对来新疆参观旅游的朋友们却都一
样充满热情，以至让人流连忘返，
乐此不疲。

对于像我一样在这种环境里长
大的孩子来说，看到这些对待“有
朋自远方来”时不同的热情接待方
式也常深有感触。

有一次，我邀请三个武汉朋友
到家里做客。身为东道主，母亲甚
是高兴，于是亲自下厨做了一大锅
抓饭，放了两斤羊肉，母亲先用托
盘端上滚烫的三杯和田花茶，然后
再端上三大盘抓饭。席间，还不停
招呼着朋友赶紧吃饭，而自己又到
厨房忙活去了。

我告诉他们，在维吾尔族家庭
吃饭，客人一定要一粒不剩地吃完
主人端出的所有美食，以表达对主
人热情待客的一种反馈。看着三位
朋友从一开始的垂涎欲滴到酒足饭
饱，甚至几乎要撑破肚皮吃完了所
有抓饭，母亲和我特别高兴。其
实，他们不知道的是，一般维吾尔
族家庭招待客人的时候都会连续做
三顿饭，而且每次饭量要十足。于
是，当母亲端出第二轮美食的时
候，我那三个朋友泪眼巴巴地看着
我。母亲好像看穿了他们的心思，
笑 着 说 ：“ 没 事 ， 不 强 求 你 们 吃
完，你们可以休息一会儿再吃。”

那天长达 5 个小时的午饭加下
午茶时段，让我那三个武汉来的朋
友经常念念不忘。虽然吃得很撑，
但他们觉得很美好，因为他们真心
为维吾尔族的待客之道所感动，为
维吾尔族人的真诚、热情、质朴所
感动。那天，我和他们聊了很久，
至今难忘。

而我岳父母家接待朋友的方式
就完全不同了。我太太是哈萨克
族，哈萨克族多分布在新疆的阿勒
泰地区，那里天气寒冷，常需要以
酒御寒。每次带着朋友去岳父母
家，岳母会先摆上很多甜点，有自
酿的花果酱，也有自己烤的面包，
还有各种各样的食物。当朋友们吃
得不亦乐乎的时候，煮好的羊肉就

端出来了，羊肉里基本没有什么调料，撒点盐，配上皮牙子 （洋葱），
就可以直接开吃了。过程中，主人为客人亲自持刀把肉块切成小份，
分给在座的客人，而客人们也直接用手抓着，一股脑吃到嘴里。那种
场景让人不自觉地想到牧马人在寒风凛冽的冬季草原上策马扬鞭，然
后走进温暖的毡房里，坐在毡房中间，女主人赶忙端上热腾腾的羊
肉，客人们烤着火围坐在男主人身边，聊着天，吃着香喷喷的羊肉，
女主人这时候会提醒男主人，男主人拍拍脑门笑着从身后拿出白酒的
画面。大家喝完酒、唱着歌，跳着各种民族舞蹈，酣畅淋漓。每每看
到这样的画面，让我不禁感慨，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最原始的聚会方
式，将各民族人民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虽然生活在新疆这片辽阔土地上的人们，民族不同、风俗习惯不
同、生活方式不同，但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却都用同样的
热情、同样的真诚招待远方来的客人，让这个大家庭其乐融融。

博乐市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北部，距离乌鲁木齐市约 520 公
里，居住着汉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多个民族。
听说那里有下马酒，几个来自东北的朋友便跃跃欲试。不仅想感受热
情的博乐，“开门即见天山，侧耳即闻博尔塔拉河欢唱”，也想试试下
马酒的魅力。

有一次，我们几人驱车到了博乐市。刚放下行李，就被几个朋友
拉到了蒙古包。按照当地礼仪，打开音乐伴奏，一起唱着“远方的朋
友一路辛苦，请你喝一杯下马酒，洗去一路风尘，来看看美丽的草
原。”这是专为下马酒所创作的歌曲，让人还没喝就有些“醉”了。酒
入口中，沁凉，没有烈酒的辛辣冲鼻，却有一股淡淡的奶香，真是令
人难忘！

朋友们学着当地风俗，左手端着银碗，右手无名指先蘸酒弹向天
空，一饮而尽。在歌曲的弹唱下，他们跳起了萨吾尔登 （蒙古族舞
蹈），其中几个人穿插着跳起了黑走马 （哈萨克族舞蹈），最后又集体
跳上一段麦西来普 （维吾尔族舞蹈），跳得酣畅淋漓。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从先秦儒家文化开始，对“礼”
就非常重视，《周礼》《仪礼》《礼记》等儒家典籍更是影响千年。虽然
各民族的风俗礼仪各不相同，但相通相融的是厚植于根的生生不息的
中华文明。所以，外国游客总是惊叹，在中国，各民族风俗礼仪全然
不同，却又和谐共存，不愧是礼仪之邦。

下次来新疆，交个新疆朋友，一起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吧！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新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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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全国两会开幕前，由重庆
市川剧院打造、我主演的川剧 《江
姐》 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结束公演。
这是 《江姐》 第四次在北京演出，
看到台下持续热烈的掌声、看到许
多年轻人喜欢川剧，我心里十分高
兴，这让我对川剧未来的发展和繁
荣充满了信心。

江姐是一个时代的烙印，是几代
人心目中的“女神”。川剧 《江姐》
改编自著名剧作家阎肃先生 1964 年
创作的同名歌剧。从一开始，我们就
立志要以十年磨一剑的决心，打造一
部经得起岁月沉淀、耐得住观众寻
味、经得起反复推敲的经典剧目。大

家知道，歌剧《江姐》是根据著名作
家罗广斌、杨益言的小说《红岩》改
编而成的红色经典，是中国民族歌剧
史上的一座丰碑。如何处理川剧《江
姐》与歌剧《江姐》的创新与传承关
系，让传统戏曲适应现代观众的欣赏
审美，成了重庆市川剧院需要解决的
问题。

其实，以传统戏曲的演绎方式编
演现代戏，是一个比较难的课题。在
我看来，用传统戏曲表现现代题材，
必须坚守戏曲自身的美学思维与逻
辑，充分运用唱、念、做、打等传统
戏曲的功法与技巧。在唱腔处理和音
乐创作上，要注重戏曲音乐特色，保
持各类戏曲自身的唱腔优势；在舞美
设计上，要注重将虚实结合的中国传
统戏曲思维融入现代艺术法则中，展
现故事发生场景；在排导手法上，要
强化中国戏曲以歌舞演绎故事的精神
内核。

基于此，几年来川剧《江姐》历
经 20 多次修改，精心打磨，一方
面，我们坚持“初心”，将之不断打
造成一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
精良的优秀作品；另一方面，希望
通过 《江姐》 的创作，努力探索出
一条既符合传统戏曲艺术法则，又
符合现代审美追求的创新之路，让

更多观众看到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美
与真。

于是，在人物塑造上，我们着重突
出江姐作为一个女英雄的柔与刚、坚与
韧、张与弛的反差，能更好地衬托出她
钢铁般的意志。演英雄不是横眉怒目，
一直高亢到底。要会“安静地演”，把
握好一松一紧、克制与爆发的关系，这
样到关键时刻情绪才能爆发出来。

在唱腔上，延续川剧独特的唱腔优
势，让“腔中有人，人活腔中”，使川
剧《江姐》更具音乐性、传唱性。比如
剧中 《红梅赞》《绣红旗》 等多个经典
唱段，受到了戏迷的热捧和传唱。

川剧是中国戏曲宝库中的一颗光
彩照人的明珠，她浓缩了千年蜀地文
化内涵，表演真实细腻，幽默风趣，
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较高的文学价
值。川剧 《江姐》 的一次次公演就是
要让更多年轻人爱上川剧，传承接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红岩精神代代
相传。作为戏曲艺术工作者，努力发
掘具有重要意义的红色题材作品，创
作出更多的红色经典，让年轻人爱上
川剧、爱上戏曲，是我们义不容辞的
责任。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剧协
副主席、重庆市川剧院院长、“三度
梅”获得者）

让红岩精神代代相传
沈铁梅

▲ 3月15日，由旅游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古都博览——探秘北京100家
博物馆》新书发布会在圆明园遗址公园内举行。

本报记者 贾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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